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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

　　电工学是一门既成熟又实用的学科，同时也是一些新兴学科的基础。
说它成熟，是因为人们研究电工学的历史悠久，现在已日臻完善；说它实用，是因为电工学广泛应用
于我们的生活与生产的方方面面；至于说它是一门基础学科就更好理解了，现代电子技术、通信技术
、计算机技术等学科都与它有千丝万缕的联系。
因此，电工学这门学问的用处特别大。
　　电工学是一门研究电的学问。
电是什么？
电从哪里来？
电有什么用？
初学者回答这个问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
因为电是用肉眼不能直接观察到的，所以不好理解。
怎样才能学好电工学这门课呢？
《电工学入门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方法。
该书一方面用生活中大量生动的案例引导、启发我们学习，另一方面又用直观形象的图解方法展现那
些复杂难懂的电工知识。
这可以打消初学者的畏难情绪，从而提高学习兴趣。
　　当我们大量接触有画面感的知识时，心灵就会受到智慧的陶冶。
把复杂的电工学知识直观形象地表达出来，实际上已经把一种思想有味无痕地融人了知识的表达。
《电工学入门》使我们远离了令人头疼的八股式的内容表达，以愉快的心情迎来了未经玄学道士的炼
丹炉加工过的朴素、富有童趣的知识表达。
　　考试是为了检验与巩固所学的知识，同时考试也是一门生存的学问。
比如我们要以电工技能为谋生手段时，就需要考取电工执业证书以及职业资格证书。
为了帮助学习者检验学习效果，本书附录安排了必要的习题。
这些习题结合了学科内容，难易程度适中，又模拟了真实的职业资格考试内容，对于有职业资格考试
需求的读者有很好的借鉴价值。
　　在愉快的心情下学到的知识是不容易忘记的。
通过学习本书，一定会给读者留下愉快的学习经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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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本书是一本电工学的基础入门读物，用直观形象的图解方法表达了电工学中那些关键的知识点，旨在
帮助读者以愉快的心情掌握电工学这门知识。
　　全书共8章，主要包括：电学基础、电的应用、磁的作用、静电与电容、交流电基础、交流电路
的计算、电量的测量、波形及其测量。
为了让读者更好地了解和参与“维修电工考试”，附录中安排了相关的模拟试题，以期对读者有所帮
助。
    本书既可作为初学者的入门书，也可作为工科院校相关专业的教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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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　　对于电学现象和理论，由于肉眼看不到电的行为，所以有点摸不着头脑。
如果能做到从基础开始，一步一步正确地去理解，就会真正轻松地学下去；而且，最好将学到的东西
与实际的应用结合起来，边学边用。
　　一说到电，首先想到电流。
其真正的主角是什么？
开始学习的时候，应抓住重点，弄清楚基础知识。
　　其次，学习电路就如同身临现场，要把各种要素组合起来，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。
本章就要研究这些要素，而且研究各要素间的相互作用及基本规律。
　　另外。
从电路这方面来看，要学习改变、阻止电的流动的开关以及限制电的流动的电阻，要了解它们的连接
方式，以及不同连接方式具有的不同功能，还要学习求解电流的各种公式。
　　如果掌握了这些基础，困难会少一些，但还要学习作为解释电路构成的重要工具——基尔霍夫定
律以及电桥电路的知识。
　　本章从弄清楚电的本质开始，以掌握电路的总体面貌为中心，阐明基本的电学定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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